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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CNKI收录的409篇相关节庆体育研究文献，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从文献来源数据库、著者情 

况、文献内容、文献被引频次等方面对节庆体育领域研究的成果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节庆体育研究的文献 

量呈增加趋势，已经形成核心著作群，对节庆体育发展现状的研究是学者关注的主要关注点，但核心期刊来源相对 

较少，交叉学科的研究力度不够，论文合作率较低 ，文献被引次数总体偏低，还需进一步加大对节庆体育研究的创新 

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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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体育是民族文化共同体中的凸现口 与剥离，而节庆体育作为民族传统体育相关联的文化体，具 

有厚重的文化内涵和价值_2]．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保护民俗文化的重要性，也使 

更多的民俗文化被传承和保护，节庆体育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被更多的学者予以关注．本文运 

用计量学原理和统计学方法，对 CNKI收录的节庆体育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与分析，而文献资料是科学研究相 

关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知识和信息传播的良好载体．它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某一学科的研究热点和趋 

向 ，通过分析和评估节庆体育这一领域的研究情况来看，已发表的大部分文章是定性方面的研究，定量方 

面的研究还比较少，和其他领域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要进一步加大节庆体育科研资金的投入，找出节 

庆体育与其他学科更多的交叉与融合点，旨在为推动节庆体育领域的良性发展提供更好的理论依据． 

1 研究内容与方法 

1．1 研究内容 

近几年来相关节庆体育论文发表年载量、著者、文献内容、文献来源、文献被引频次等． 

1．2 研究 目的 

通过对节庆体育最新研究成果相关文献的与数据分析，找到节庆体育在发展过程中的优缺点，为我国节 

庆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数据．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网络出版总库》为检索平台，以“节庆体育”为检索词，以“主题’’为检索项，进 

行精确检索，(截止到 2016年 3月)，检索到关于节庆体育方面的研究文献并作为本次分析的样本．为了保证 

样本的可靠性，对样本进行二次过滤，删除未涉及“节庆体育”的文献，最终收集到关于“节庆体育’’方面的文 

献 409篇，并把 409篇文献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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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借助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检索，查阅上述 409篇关于节庆体育研究的文章，同时查阅节庆体育、 

民俗体育的相关书籍，为本研究提供资料保证． 

2．2．2 数理统计法 

以统计学、文献计量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作为分析方法，对节庆体育研究方面的期刊内容、文献来源、研 

究层次、作者、被引次数等方面运用 EXCELL，SPSS2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2．3 逻辑分析法 

根据量化结果分析有关节庆体育研究的现状，并指出当前中国节庆体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给出相应 

的建议和对策．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年载文量分析 

文献总量反映一定时期内科学活动的绝对产出，是衡量科研活动的一个重要指示因子[4]．论文数量与年 

代分布状况可以反映出该领域研究的历史发展轨迹，进而达到揭示该领域发展总体趋势的目的 ]．对论文的 

年份分布进行研究，能了解和把握节庆体育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从图 1中可以看出从 1988年节庆体育出 

现，到 2006年期间呈现出很小的波动增长．2007年到 2015年期间的增长从十几篇到几十篇出现比较大的 

增长，2013年是节庆体育研究最多的一年，达到了 6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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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节庆体育文献年载文量分析 

3．2 著者分析 

3．2．1 核心著者 

核心著者是对本学科研究的发展具有较大贡献的科研人员，同时也是期刊学术影响力、竞争力的重要贡 

献者．美国著名科学家普莱斯通过对科学家人数与科学文献数量的研究，以及在不同能力层次的科学家之间 

的定量关系，提出了著名的普莱斯定律[ ．根据普莱斯定律，发表论文 3篇以上的为作者为核心作者，从表 1 

中看出，发文量在 3篇以上的有 14人，表明节庆体育领域的研究已经形成一批有一定影响力的核心作者群． 

从著者单位来看，作者的主要单位是师范类院校的体育系和部分综合性高校的体育院系，专业的体育院校几 

乎没有作者发表． 

3．2．2 作者单位 

如表 2所示，以第一作者所在单位发表论文数量统计，湖南农业大学和广西师范大学各发表论文 23篇， 

占全部论文数量的 5．64 ，排在第一位．论文排在第二、三位的是钦州学院和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论文 

数量是 19篇和 11篇 ，占论文总数的 4．66 、2．7 ． 



186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兰 兰 !二兰查 表2第一作者所在单位发表论文数量统计一览表 

3．3 文献内容分析 

3．3．1 学科类别分析 

如表 3所示，学科类别中仅列出前 12名．文献主要集中在“体育”，其次是“旅游”、“文化”、“资源科学”及 

“文化经济”，说明目前主要从体育学、教育学视角研究节庆体育的文献占主要部分，从其他学科研究的视角 

较少，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加强从其他学科的角度研究节庆体育，应注重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 

表 3 学科类别一览表 

序号 学科类别 篇数 序号 学科类别 篇数 

1 体育 291 7 民族学 7 

2 旅游 58 8 音乐舞蹈 6 

3 文化 3l 9 中国民族与地方史志 5 

4 资源科学 13 1O 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 4 

5 文化经济 12 11 社会学及统计学 4 

6 贸易经济 7 12 中国文学 4 

3．3．2 研究层次分析 

研究层次的分析结果如表 4所示，节庆体育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基础研究、行业指导和政策研究方 

面．其中基础研究(社科)方面的载文量最多有 340篇，占全部文献的 83．95 ，行业指导(社科)和政策研究 

(社科)分别有 28篇和 20篇，分别占6．91 和 4．94 ． 

表 4 研究层次一览表 

序号 研究层次 篇数 序号 研究层次 篇数 

1 基础研究(社科) 340 6 大众科普 2 

2 行业指导(社科) 28 7 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自然) 1 

3 政策研究(社科) 20 8 专业实用技术(自然) 1 

4 工程技术(自然) 9 9 文艺作品 1 

5 职业指导(社科) 2 1O 经济信息 1 

3．4 文献来源分析 

3．4．1 文献出版来源 

表 5显示，刊载节庆体育文章数量最多的是《体育文化导刊》，有 33篇，其次是《当代体育科技》有 14篇． 

排名前 20的文献来源中，主要集中在体育专业刊物．从期刊的档次分析，中文核心期刊偏少，另一期刊评价 

指标 CSSCI引源期刊则更少，节庆体育载文的期刊质量需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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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文献出版来源一览表 

序号 文献出版来源 篇数 序号 文献出版来源 篇数 

1 体育文化导刊 33 14 走向世界 7 

2 当代体育科技 14 12 体育学刊 6 

3 吉林体育学院学报 9 13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5 

4 体育科技 9 14 军事体育学报 5 

5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8 15 湖北体育科技 5 

6 搏击(武术科学) 8 16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4 

7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8 17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4 

8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7 18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4 

9 体育科学研究 7 19 黑龙江民族丛刊 4 

1o 体育世界(学术版) 7 20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4 

3．4．2 研究资助来源 

从表 6中可以看出，共有 14个类别的基金项目资助了节庆体育研究，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对节庆体 

育的资助力度最大，期刊篇数为8O篇．其他各类基金项目的资助数量较少，这与节庆体育在体育学科中的边 

缘地位有关．学术科研的水平和基金项 目资助的力度息息相关，争取高级别基金项目的资助是提高节庆体育 

研究水平的关键环节，也是节庆体育科研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表 6 研究资助来源一览 表 

3．5 文献被引频次分析 

被引频次是指以一定数量的统计源(来源期刊)为基础而统计的特定对象被来源期刊所引用的总次 

数 ]．从被引次数前 15名的文章来看，被引次数最多的是《民族、民间传统体育资源的开发与引入学校体育 

的对策研究》，有 101次，其次是《论民间体育、民俗体育、民族体育、传统体育概念及其关系——兼与涂传飞、 

陈红新等商榷》，有 9O次．节庆体育、民俗体育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等方面的文章被引频次较高，这与节庆体 

育现在的发展趋势及研究方向相一致． 

4 结论与建议 

1)1998—2016年有关节庆体育的研究关注度不断提高，论文数量逐年增加，在该领域内增长速度较 

快，但和其他领域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应进一步加大节庆体育科研资金的投入，激励更多的科研工作者参 

与其研究． 

2)节庆体育领域的研究已经形成一批有一定影响力的核心作者群．研究机构已经形成，但核心著作数 

量明显偏少．应进一步推动各个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交流与合作，打造有较大影响力的研究团队t，使得节庆体 

育研究的内容更加广泛． 

3)节庆体育研究的学科类别主要是体育类，研究层次是以基础研究(社科)为主，刊载节庆体育研究的 

文章中，中文核心期刊偏少；共有 14个类别的基金项目资助了节庆体育研究 ，节庆体育、民俗体育及少数民 

族体育等方面的文章被引次数较高．建议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当积极搭建平台，积极给予经费及政策上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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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加大体育经费投入，争取各类基金项目对节庆体育研究的支持． 

4)研究成果极大地促进了节庆文化与庆典体育的交融．民间民俗体育已经真正融入了当前节庆活动的 

发展轨迹，对人们的生活起到到了一种极其重要的影响作用，可以看出，一些带有体育元素的节庆活动已经 

与我们的生产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即便其纪念意义或活动内容等各有不同，但不可否认，他们都将民 

间民俗体育作为了重要的表现形式，是其与节庆文化的相辅相成发展，构成了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二者 

的交融中过程中，逐渐产生了更多的影响作用与促进作用，首先，我国的节令有力促进了节庆文化与体育的 

交融，为节庆活动的更丰富发展打下了基础；其次，节庆文化促进了民俗体育娱乐性的发展，因为在具体举办 

节日欢庆的过程中，人们重娱乐，轻竞技，更注重对整个节庆活动过程的享受，这也使其对民间体育娱乐性的 

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推动了节庆文化与庆典体育的更有效交融． 

5)节庆体育逐渐成了地域文化的博览会和多棱镜．在当前的发展过程中，相关的节庆活动会受到生活 

方式、气候以及地理等的影响，这也会导致其逐渐形成文化接触及互化过程中的差异，基于此，对于体育元素 

在我国节庆文化中的内涵及作用，需要从多层次、多领域等来进行提炼．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 

们的生活方式逐渐发生了转变，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实施休闲娱乐活动，人们也更注重讲求节庆活动中的新 

奇性等等，为体育元素在节庆活动中的发展开创了空间，重在使体育元素更突出相关一节庆活动的主题，成 

功打造和塑造节庆活动的原生态及独创性，这也使得体育元素的作用创造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促进了地域 

文化特色的形成和当地节庆活动的丰富多彩发展． 

6)节庆体育正在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新时期的发展大背景下，体育元素的进驻，使得节庆 

活动表现出了多样化的功能，如传承地域文化特色，服务地方经济等等，融合体育元素的发展形势，使得参与 

其中的人们的物质及精神文化得到了有效的满足，所以，作为节庆活动发展中的闪光点和亮点，体育元素的 

作用及影响力越来越大，逐渐成了影响节庆活动成败与否的最重要因素，基于此现状，新时期的发展中，政府 

和社会各界应当积极搭建平台，结合当地经济的现状，积极给予经费及政策上的支持，并应当通过网络、报刊 

等，媒体为相关节庆活动的开展造势，加大体育经费投入，提供激励参与措施，也可借助发展旅游文化事业的 

东风 ，组织更多的人去参与进相关节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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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Festival Sports 

Abstract：In this paper，hased on 409 research journals of festival sports in CNKI，makes a bibliometrie analysis on the 

sports research achieve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iterature resource databases，authors，content of literature，literature 

citations and so on．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number of festival sports research journals tends to increase，and the 

core working groups have formed but the coauthor rate is not high．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festival sports is the focus of many 

scholars．However，the number of articles from the core journals is relatively small；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s still not e— 

nough，and literature citations are also low in genera1．Therefore，innovation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festival sports re— 

search should be promoted． 

Keywords：festival sports；celebration sports；bibliometr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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